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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編碼表 

編號______ 

 

生

產

者       

  

1.出品公司 

 

2.導演 

3.出版地 

4.男女主角 

□（1）公營 □（2）民營 □（3）香港 □（4）中國 

□（5）跨國 

□（1）台灣 □（2）香港 □（3）中國 □（4）其他  

□（1）台灣 □（2）香港 □（3）中國 □（4）跨國 

□（1）台灣 □（2）香港 □（3）中國 □（4）其他 

      

 

文

本 

 

 

 

 

 

 

5. 戲劇類別 

 

 

6.意識形態 

                                 

7.故事背景 

 

8.男主角職業 

9.女主角職業                

10.故事地點 

□（1）反共抗日 □（2）勵志教育 □（3）民族主義 

□（4）省籍融合 □（5）社會問題 □（6）健康寫實 

□（7）愛情喜劇 □（8）武俠功夫 □（9）其他 

□（1）政治宣傳 □（2）歷史傳承 □（3）敵我意識 

□（4）健康正面 □（5）無呈現或難以辨識 

□（1）古代/民國前   □（2）民國初期/抗日時期 

□（3）現代□（4）無呈現或難以辨識 

□（1）軍公教、具官方色彩□（2）民間色彩 

□（1）軍公教、具官方色彩□（2）民間色彩 

□（1）台灣 □（2）香港 □（3）中國 □（4）其他 

社

會 

脈

絡 

11. 重要政經

事件 

12.政經事件 

□（1）有 □（2）無 

 

□（1）中國的 □（2）台灣的 □（3）國際的 □（4）無 

閱

聽

人 

13. 主要發片

市場 

14. 影片語言 

□（1）台灣  □（2）香港  □（3）中國 □（4）國際  

 

□（1）國語  □（2）台語  □（3）粵語 □（4）其他 



 8 

附錄二 金馬獎歷屆最佳劇情片 

屆數 年代 類型 導演 出品公司 

1 星星月亮太陽 文藝 易文（香港） 電懋（香港） 

2 梁山伯與祝英台 歷史 李翰祥（香港） 邵氏（香港） 

3 養鴨人家 文藝 李行（台灣） 中影（台灣） 

4 西施 歷史 李翰祥（香港） 台製、國聯（跨國） 

5 我女若蘭 文藝 李行（台灣） 中影（台灣） 

6 路 文藝 李行（台灣） 中影（台灣） 

7 小鎮春回 文藝 楊文淦（台灣） 台製廠（台灣） 

8 家在台北 社會 白景瑞（台灣） 中影（台灣） 

9 緹縈 歷史 李翰祥（香港） 中製廠（台灣） 

10 秋決 歷史 李行（台灣） 大眾（台灣） 

11 忍 功夫 楊群（香港） 鳳鳴（香港） 

12 吾土吾民 文藝 李行（台灣） 大眾（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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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年代 類型 導演 出品公司 

13 梅花 戰爭 劉家昌（台灣） 
中影、香港第一公司  

（跨國） 

14 筧橋英烈傳 戰爭 張曾澤（台灣） 中影（台灣） 

15 汪洋中的一條船 文藝 李行（台灣） 中影（台灣） 

16 小城故事 文藝 李行（台灣） 大眾（台灣） 

17 早安台北 社會 李行（台灣） 大眾（台灣） 

18 假如我是真的 社會 王童（台灣） 永昇（香港） 

19 辛亥雙十 戰爭 丁善璽（台灣） 中影、邵氏（跨國） 

20 小畢的故事 文藝 陳坤厚（台灣） 中影（台灣） 

21 老莫的第二個春天 社會 李祐寧（台灣） 高仕（台灣） 

22 我這樣過了一生 社會 張毅（台灣） 中影（台灣） 

23 恐怖份子 社會 楊德昌（台灣） 中影、嘉禾（跨國） 

24 稻草人 社會 王童（台灣） 中影（台灣） 

25 七小福 社會 羅啟銳（香港） 邵氏、嘉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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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年代 類型 導演 出品公司 

26 三個女人的故事 文藝 許鞍華（香港） 學甫（香港） 

27 滾滾紅塵 文藝 嚴浩（香港） 湯臣（香港） 

28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社會 楊德昌（台灣） 楊德昌工作室（台灣） 

29 無言的山丘 社會 王童（台灣） 中影（台灣） 

30 喜宴 文藝 李安（台灣） 三一、嘉禾（台灣） 

31 愛情萬歲 文藝 蔡明亮（台灣） 
三一、雄發、Strand 

Releasing（跨國）。 

32 女人四十 社會 許鞍華（香港） 嘉禾（香港） 

33 陽光燦爛的日子 文藝 姜文（中國）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

（中國） 

34 甜蜜蜜 文藝 陳可辛（香港） 嘉禾（香港） 

35 天浴 社會 陳沖（中國） 呢喃的草地（中國） 

36 千言萬語 社會 許鞍華（香港） 優士（香港） 

37 臥虎藏龍 武俠 李安（台灣）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縱

橫影視國際公司。（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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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年代 類型 導演 出品公司 

38 榴槤飄飄 社會 陳果（香港） 群體工作室（香港） 

39 美麗時光 社會 張作驥（台灣） 
張作驥電影工作室（台

灣） 

40 無間道 社會 劉偉強（香港） 寰亞（香港） 

41 可可西里 社會 陸川（中國） 
華誼兄弟、哥倫比亞電

影 

42 功夫 喜劇 周星馳（香港） 

哥倫比亞、中國電影集

團公司北京電影製片

廠、華誼兄弟（跨國） 

43 父子 社會 譚家明（香港） 鐳射發行（香港） 

44 色戒 文藝 李安（台灣） 
美國焦點、河流道娛

樂、海上影業（跨國） 

45 投名狀 歷史 陳可辛（香港） 發行拳公司（香港） 

46 不能沒有你 社會 戴立忍（台灣） 
光之路／派對園電影

（台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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